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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多产品结构下销售因素对预算差异的影响

【摘要】通过预算差异分析发现问题、修正决策并改进管理是企业预算管理的重要目标。当前针对预算差异几乎

都只着重对单一产品结构下成本进行预算差异的分析，对于影响差异的内部销售决策因素及外部市场因素的分析却很

少。本文通过对多产品结构下预算差异的逐层分解，探讨如何在预算差异分析中判定销售及市场因素对利润预算总差

异的影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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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准确的预算差异分析可使企业及时发现并调整前

期战略的不当之处，运用例外管理方式更好地应对未来的不

确定因素、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但当前几乎所有关于预算

差异分析的教辅资料关注的焦点都是单一产品结构下产品

的实际成本偏离标准成本的差异分析，却很少着眼于形成利

润差异的另一端——销售差异形成的根源分析。特别是当产

品的销售组成结构非单一化时，销售因素对企业利润水平的

影响则显得更为重要，其相关差异分析的层次也产生了变

化。因此，本文将探讨多产品结构下销售因素对企业预算利

润差异的影响。

一、预算差异分析的总体逻辑框架与解析思路

企业业绩的预算差异分析一般按如下的思路逐步展开：

（一）确定分析目标及分析对象

不同的预算差异分析，其目标与对象往往也不相同。明

确预算分析的目标才能判定差异分析的对象和重点。当我们

的目标是对企业利润预算差异进行评价时，企业利润总预算

水平与实际利润表现的差异就是我们要分析的主要对象，构

成这一差异的各个指标则是我们要分步解析的具体对象。

（二）基于目标构成和影响因素对差异进行逐层分解

企业的预算差异是由多种因素造成，要深入分析差异产

生的原因，就需要根据目标将差异逐层分解，从而剥离出不

同因素的影响。如利润预算差异是指特定会计期内企业实际

利润水平与预算利润水平的差异。由于实际利润与预算利润

的差异既受单位价格与成本因素影响，也受产销数量因素的

影响，为了更为清晰地分离不同因素的影响，我们往往在分

析中多加入一个中间参照指标——弹性预算利润，即以实际

产销量和预算单位标准水平计算的利润值。若将原利润预算

水平称为静态预算利润，则静态预算利润与弹性预算利润间

的唯一区别是：静态预算利润是依据计划产销量编制，而弹

性预算利润是基于实际产销量编制的。于是弹性预算利润与

静态预算利润的差异就是预算标准水平下实际产销总量与

预算产销总量的差异，在业绩分析中我们称之为销售总量差

异。同时，实际利润与弹性预算利润的差异主要源于每单位

产销量下预算标准水平与实际标准水平的不同，我们将这一

差异称为弹性预算差异。由于弹性预算差异与销售总量差异

之和正好等于实际利润与静态预算利润之间的总差异，因

此，通过这一分解，我们将总预算差异分解为两层：第一层是

总预算差异，第二层则为弹性预算差异和销售总量差异。

在第二层预算差异中，由于弹性预算是按实际产销水平

编制的，因此，导致弹性预算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预算单价及

成本与实际销售单价和成本不同，即销售价格差异与产品成

本差异。由此，第二层的弹性预算差异可以再分解为第三层

的销售价格差异与产品成本差异。对于销售总量差异，当企

业销售产品品种或渠道较单一，且市场销售水平较为稳定

时，企业往往不再对销售总量进行分解，而将分析的重点放

在了成本差异上。比较常见的是将第三层的产品成本差异指

标再分解为第四层的变动成本差异和固定成本差异。而第四

层的变动成本差异又可分解为第五层的直接材料差异、直接

人工差异与变动制造费用差异，同时固定成本差异被再分解

为第五层的固定制造费耗费差异、闲置能量差异和效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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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第五层的直接材料差异、直接人工差异与变动制造费用

差异又可按价差与量差方式进行第六层的分解。但在市场竞

争激烈、企业的产品品种非单一的情况下，销售总量差异形

成的原因更加复杂。不同产品对应的单位边际贡献往往不

同，因此，销售总量的差异不仅受制于产品销售的数量差，还

受制于不同产品的销售量所占销售总量结构比的差异。即第

二层的销售总量差异可分解为第三层的销售结构差异与销

售数量差异。同时，当我们分析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企业

内部时，我们会发现，企业内部产销决策只是影响企业销售

数量差异的一方面因素，外部市场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对其具

有更大的影响。即企业产品的销售数量不仅取决于相应产品

市场总容量的大小，还取决于产品在该市场中通过竞争所占

的份额。即第三层的销售数量差异可以再分解为第四层的市

场规模差异与市场份额差异（见下图）。

当然，对于第四层、第五层、第六层指标等是否要再分

解，这取决于企业预算差异分析的目标和对差异影响因素的

基本预期。不过，不论如何分解，最终都必须保证每一组被分

解的下一层指标与分解它的上一层指标间有数量上的稽核

和统驭关系。

（三）根据差异的分解路径和结果分析差异的成因

差异的成因解释是预算差异分析的最终目的，但也是最

容易出错的环节，这时候特别需要仔细地调查，并在多方比

较和分析的基础上作出最终的合理判断。如发现工人的生产

效率偏低，不能直接地批判工人的熟练程度不高，或存在懈

怠的情绪。这既有可能是企业的生产计划员安排的工序效率

低下，也可能是生产设备未得到及时的维修，还可能是购买

的材料不利于加工，甚至是预算标准定得太高。错误的分析

结论不仅不利于企业的绩效考评，还会忽视真正的错误，将

企业未来的发展引至错误的方向。

二、销售因素引起的预算差异指标的计算公式及推导

由于弹性预算差异是实际产销量水平下实际价格与预

算价格标准的差异。因此在多产品结构下，产品的销售价格

差异应是每种产品实际销量下实际单价与预算单价之间的

差异：销售价格差异= ［i产品实际销售数量×（i产品实际

销售单价-i产品的预算销售单价）］。

由于销售总量差异是在既定的单价和成本预算水平下

的销售总量间的差异，而在产品品种非单一的情况下，销售

总量等于每种产品的销售数量与其销售结构比的乘积加总。

因此，销售数量差异=（全部产品实际销售总量－全部产品预

算销售总量）× （i产品预算销售结构比×i产品预算单位边

际贡献），销售结构差异=全部产品实际销售总量× ［（i产

品实际销售结构比×i产品预算单位边际贡献）－（i产品预算

销售结构比×i产品预算单位边际贡献）］。

由于所有产品的销售总量等于市场的总规模（或总容

量）与企业产品在市场中所占份额的乘积，同时销售数量差

异的计算是以各产品的预算单位边际贡献及预算结构比为

基础，因此，市场规模差异实质是考察保持当前市场份额情

况下，市场总规模变化对企业目标利润的影响，即销售数量

差异中的量差。因此，市场规模差异=（实际市场规模-预算

市场规模）×预算市场份额× （i产品预算销售结构比×i产

品预算单位边际贡献）。由于市场份额差异构成实质是形成

销售数量差异的价差因素，因此，市场份额差异=实际市场规

模× （i产品预算销售结构比×i产品预算单位边际贡献）×

（全部产品实际市场份额总和-全部产品预算市场份额总和）。

三、预算差异分析的应用举例

例：M企业生产的产品有A、B两种型号。该产品的市场

规模预计为年销售量 356万件，本企业预计将占有 25%的市

场份额，其中A产品占80%，B产品占20%。A、B两种产品的预

算单价分别为每件13.8元与18.9元，其单位变动成本分别为

每件 8.9元与 9.1 元。年末，该产品的实际市场销售总规模为

400万件，M企业占 22.5%的市场份额，其中A产品占 84%，B

产品占 16%。该产品处于完全竞争市场，市场规模的扩张使

得A、B两种产品的单价分别下降为13.7元与18.4元，其单位

变动成本分别为8.8元与9.1元。M企业的实际产销量在预算

产能范围内，发生的固定成本与预算相同，皆为21万元。要求

利用预算分析对M企业利润预算的总差异，特别是销售因素

产生的差异作出合理的解释。

分析：（1）预算总差异的确定。要对M企业利润的变化作

出解释，首先应确定预算的总差异。A、B两种产品的预算销

售总量为89万件（3560000×25%），A产品的预计单位边际贡

献为 4.9元（13.8-8.9），B产品的预计单位边际贡献为 9.8元

（18.9-9.1）。据此可知，A产品的静态预算利润为 5023200元

（890000×80%×4.9+890000×20%×9.8-210000）。同理，B产品

预算差异的逐层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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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销售总额为 90万件（4000000×22.5%），A产品的实际

单位边际贡献仍为 4.9元/件，B产品的预计单位边际贡献为

9.3元/件（18.4-9.1）。因此，全部产品的实际利润为 4833600

元（900000×84%×4.9+900000×16%×9.3-210000）。预算总差

异则为-189600元，体现为实际利润水平（4833600元）相较预

算利润水平（5023200元）的下降。

（2）弹性预算差异与销售总量差异。全部产品的弹性预

算利润为 4905600元（900000×84%×4.9+900000×16%×9.8-

210000），故全部产品的弹性预算差异为-72000元（4833600-

4905600），销售预算差异为-117600元（4905600-5023200）。

这表明企业189600元下滑的利润中，有62%的差异117600元

是因为销售总量变化引起，而只有 38%的差异 72000元是实

际价格及成本标准偏离预算水平所致。由此可见，本次分析

的重点应是实际与预算销售总量的偏离。

（3）销售因素引起的预算差异的分析。销售价格差异=

900000×［（13.7-13.8）×84%+16%×（18.4-18.9）］=-147600

（元），这表明A、B两种商品由于价格下调而导致企业的实际

利润比预期下降了147600元。考虑到企业处于一个完全竞争

的市场环境中，且该类产品市场总容量和本企业产品总销量

都在上升，故这种价格的下降应主要是市场完全竞争利润趋

于平均化的结果。由于企业的实际固定成本与预算水平相

同，B产品的单位变动成本虽没有变化，但A产品的实际单位

变动成本却比预期下降了 0.1 元/件，为实际利润贡献了

75600元的有利差异，根据这一结果及本文的分析重点（销售

因素），对成本因素引起的差异本文限于篇幅原因不作详细

分析。

销售结构差异=900000×（84%-80%）×4.9+900000×

（16%-20%）×9.8=-176400（元）；销售数量差异=（900000-

890000）×（80%×4.9+20%×9.8）=58800（元）。这表明因为销售

总量的变化使企业的利润总体下滑了 117600元，其中因为

A、B产品间销售结构的变化使利润下滑了176400元，而销售

数量的上升仅使利润上升了 58800元，远远不足抵消销售结

构的影响。而销售结构变化之所以导致实际利润水平较预算

有大幅度下滑是因为企业的产品销售结构发生了不利的变

化：在实际销售中，单位边际贡献水平较高的B产品的销售

比例从预计的20%下降为16%，而单位边际贡献水平较低的A

产品销售比例却由80%上升为84%。而每单位销售总额中，销

售结构由B产品到A产品每移动1%将导致全部产品平均单位

边际贡献总额下降0.049元/件，从而使企业利润总体比预计

下降了17.64万元。销售数量出现了5.88万元的有利差异，这既

可能是因为产品市场规模的增长，也可能是产品所占市场份

额的变化引起。为确定其成因，我们算出产品的市场份额差

异=4000000×（4.9×80%+9.8×20%）×（22.5%-25%）=-588000

（元），市场规模差异=（4000000-3560000）×（4.9×80%+9.8×

20%）×25%=646800（元）。可见，市场总体规模扩张了 12.4%，

从而为企业的实际利润上涨贡献了 64.68万元，但由于企业

在市场的整体扩张中所占份额又缩小了2.5%，导致企业的实

际利润较预算又反向下滑了58.8万元，使得最终因销售数量

而上升的利润仅为5.88万元。市场总规模的扩大可能预示着

产品发展扩张的机遇，也可能是新企业的加入所致。通过产

品所占市场份额的萎缩可以初步判断，新企业加入是市场总

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但相对市场份额的下降却表明在更加

剧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销售能力有下降的趋势。对此，企

业必须进一步查清，究竟是因为其他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在

质量、性能或服务上更优于M企业的产品，还是因为竞争者

有着更大的成本优势，并因此而实施了更有利的价格策略抢

夺了本企业原有的部分市场份额。当然还可能是本企业在分

销渠道上出现了问题从而导致销售数量下降。

四、总结与启示

（一）差异分析方法的灵活性和可借鉴性

我们既可以对同一差异对象根据不同分析目的和重点

采用不同的差异分解和分析方法，也可以将同一种分析方法

根据分析目标的不同变通地用于不同的差异分析对象中。如

将多种产品结构下销售总量差异分解为销售数量差异与销

售结构差异的方法，既可以运用于有多种分销渠道的某一产

品的销售差异分析中，也可以变通地用于由多种可替代材料

构成的产品的生产投入分析中。如将投入产出分析中的材料

投入总量看作销售分析中的产品销售总量，将不同原材料的

投入结构看作销售分析中的销售结构比，将不同材料的单价

看作是产品单位边际贡献，那么直接材料的投入的效率差异

就可类似地分解为不同材料投入结构差异与材料投入的产

出差异。

（二）遵守成本效益原则

预算差异的逐层分解图提醒我们，企业的业绩预算差异

往往是由多个环节共同决定的，每个环节的差异大小和性质

各不相同。在期末的预算差异分析中，不能对所有差异投入

同样的人力物力进行调查，因为不同企业、不同时期、不同目

标下差异的分析重点应有所不同。差异的分析既需要根据主

观经验设定深入调查的重点，也需要根据差异的数量设定启

动调查的基本重要性水平。如重要项目的细小偏差也可能隐

含着未来发展的巨大风险，因此必须详查；而性质不重要的

考察对象所出现的差异若在可接受范围内，则遵循成本效益

原则减少调查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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